
2023年朱自清春读后感 朱自清的读后
感(优秀8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一

朱自清的散文是很好的，写得很有诗意，写法也很新颖，今
天我看了朱自清的《春》，感觉还不错呢！

这篇文章先是写草，我认为写草写得最好的一句是：小草偷
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
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这一句写出了春的突然到来，小
草在不知不觉中长了出来，说明了春来到了，到处都是，有
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开始写树了，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
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
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
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
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这一段把花丛中的
美景描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第一句，我觉得写得最好，因
为这一句话把桃、杏、梨这三种树描绘得简直跟人一样，在
这一段里作者还用了不少的修辞手法。

最后就是最经典的一段：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
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
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



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
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
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这一段我认为是整篇
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段，也是大家经常模仿的一段。这一段
描述用的修辞方法也很多，让看的仿佛也身临其中，屋外下
着蒙蒙的细雨，密密斜斜的交错着，远处的房屋上笼罩着一
层薄雾，到处都是绿色。晚上，点上了灯，光芒在黑夜里变
得非常的孤单，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
朱自清的这篇文章，仿佛把我们领进了春的世界里，仿佛把
一副春景图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所有让一副春日的情景在我
们眼前跳动。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二

《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
的是一杯回味的美酒。

如：歌声，匆匆，荷塘月色等，使我们回味无穷。好似身入
其中，营造出一种优美的意境。每次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我们在《春》中感受到了无穷的生命力，在《荷塘月色》中
品味了一次优美的月色，甚至无形的时间都被朱自清给予了
轻盈的步态和顽劣的脾性。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
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
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朱自清散文集》的文章真是名不
虚传，统一以美相称。这月下的荷塘仿佛与世隔绝，静的连
掉一根针也能听见。

风比做渺茫的歌声。把蝴蝶比作眼睛，星星。

多么恰当的比喻啊！只有朱自清才会想出这样的句子吧！优



美细腻譬如能猜透人心！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
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多读书读好书才能健康快乐的成
长。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一篇名叫《春》的文章，文章讲了作者对春的
期盼，对春的喜爱。

读文章后，我感到异常的清静，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耳边只
有清脆的鸟叫声，眼前，是一片青青的小草，上面开放着许
多美丽的野花，桃树、梨树、杏树上开满了花，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白的像雪。闭上眼，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

春天，是可爱的，春天，是美丽的，我爱春天！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四

现在，读《春》，不知道为什么，一句话反复出现在心里：
这是希望的春，这是我们的春，这是我们的希望的春。它不
再隐藏在那形形色色的美景深处，从草尖、花蕊、柔风、雨
丝中，浮现出来，以深呼吸的状态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朱自
清的《春》，应该是人的春，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美好的希
望播种和耕耘的春。处处美景，只是做着人的陪衬，变成希
望萌发的催化剂。

开篇的那句呐喊，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这种盼望是什么？
是身上多些淡淡暖意，抑或是色彩斑斓的视觉享受？如果关
注一下“脚步“，会发现它和文章最后一段的关联。”领着



我们上前去“，春走前面，我们紧随其后，激情满怀地走，
力度十足，奔向的一定是充满快乐的地方，那就是希望的招
引。春天来了，因为希望来了。

春草之所以美，是因为我们无拘无束的放松姿态。漫长冬日
的拘谨，一下子找到了最佳释放方式，那种快乐是尽情的。
但这里极有分寸，“两“”几“在提醒我们，放松而没有放
纵。再照应第七段的内容，便发现草地上欢快的我们，是为
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更重要还是”各做各
的一份事去“。那份内的事，才是希望。

春花的美，艳丽而芬芳，令人陶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那
个“闭了眼“。多么富有神韵的词啊，色彩之艳留成余韵，
清香之意犹在鼻端，让思绪玩一回浪漫：那硕果累累的希望，
登场了。”已经“，谁说希望还很渺茫？”满是“，谁说希
望不令人神往？我固执地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朱自清的花才脱了俗气，呈现出与他人笔下的花不一样的风
姿。

春风里，读读“新翻“的气息，这样的泥土上，走着多少辛
勤的脚印。有多少脚印，就会有多少希望。春雨中，读读”
默默工作“的身影，每一缕雨丝，都浸透了为希望劳作的努
力。这两处，从播种的清香风，到耕耘的淡淡雨，紧扣着我
们的希望历程，走出愈来愈浓的春意。

春天的人——我们，在3——6段的写景中，都不缺少精彩的
身影。但作者感觉太淡，还不够强烈，于是，第七段便出现
了最响亮的文字。如果仔细品读，你会发现这段的语言风格
和上文有很大差异，氛围活跃了，节奏加快了，发音响亮的
词语也多了。文字中，洋溢着高亢的精神、激情的生命。当
读出“有的是希望“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那时，感觉到每
一根神经，都激烈地振动着，每一个细胞都像浸透水的黄豆
种子，萌发！



再看高潮处：刚落地的娃娃，瞧瞧他幼嫩的脸颊和纯清的眼
睛，是我们的希望在长着。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看看她欢乐
的笑容和轻盈的舞姿，我们的希望多么美好。健壮的青年啊，
挥动着强劲有力的腿脚，是召唤着我们向光明的希望前进。
这样的层次，需要柔柔地读，欢快地走，高昂地读，从呢喃
读到呐喊，由微笑读到严肃，把春天带来的希望，一颗颗，
植入我们日渐旺盛的生命里。

或许有朋友会说：你举出的大多是一段中的某一点词，并不
能代表作者倾注感情在写“希望”。我以为，我们可以把这
些点串起来，首先会发现他们组成了全文基本的线索，贯穿
全文的重要“春之特征”。其次，画龙点睛的地方，会辐射
出很多内容，但如果那些内容缺少了整个点，便会显得浅薄
而单一。我们试着去掉这些词，再去看“春”，除
了“美”“朝气”外，很难读到更深的内容。仅仅凭借“美
和朝气“，春的意味要打折扣的。所以，把“希望”的感受，
从《春》里挖掘并突出出来，会让文章多了深度，也多了平
静中的激情。

如果只让我说《春》写出了美丽，那我更愿意去品味一幅幅
精美的画片。如果只让我说《春》是一篇结构精致的文章，
那我更愿意欣赏一座座凝聚严谨的雕像。名篇，带给我们的，
更重要的是内里的神，能够唤醒并打动我们心灵的力量。
《春》，在华丽语言精巧结构的背后，就储存了这样的魅力。
一首希望的赞歌，一首属于我们的赞歌，才有理由让我们去
喜欢她，在春风里放声吟诵。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
像淡香疏影似的但是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
读者看。”――赵景深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朱自清，是源于小
学课本中的《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呢？”这是课文的开头，但却是我心中的永恒，那短短的一
句话表达了你真挚的情感和万千人的忧伤。。。。。。

你在《背影》中，语言虽没有以往的华丽，却多了几分朴实
和平淡。催人泪下的画面和那平凡而简短的对白，总能激荡
起我心里的那一片涟漪。每当读起那篇文章便会想到自己的
父亲，那个不擅长表达却为自己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从你那平易的文字中能够看见那个用心来给予儿子一切的父
亲形象，感受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在《正义》一文中你问
道：人间的正义在哪里呢？你说：“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
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换穿，一大堆正
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
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
”此句话充分的表达了你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试问人间的正
义究竟在哪里呢？你让广大人民清楚地明白“正义”不止是
挂在嘴上，而是要付出行动的。

朱自清的散文读起来，很美，带清秀之气，正如他的名字一
样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六

朱自清的《背影》，让我潸然泪下。和许多读者一样，印象
最深的是两个片段：一是胖胖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跳下
去又爬上来，给儿子买橘子；二是父亲的来信：“我身体平
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著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
不远矣。”写得平静自然，我们吟于心间，不能不为之感动，
为之心痛。那个时候，朱自清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
虽然处在兵荒马乱，条件艰苦，有不安全的隐患，但他完全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在父亲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
需要关照的孩子。他对儿子的那种关怀，总是那样无微不至。



这篇表达父爱的传世之作，令人百读不厌，每读一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都会令人热泪盈眶。泪光中就会想起自己的老
父亲。

《背影》中，父亲送别儿子时亲自照看行李、和脚夫讲价钱、
送儿子上车、选好坐位、嘱咐再三、托茶房照应等等，真是
无微不至！这和我们的父母何其相似。吃饭时，生怕我们吃
不饱、吃不好；天气变化，生怕我们热着、冻着；我们学习
成绩的脉搏，他们巴不得比班主任掌握得还清楚；我们一旦
犯错误，他们更是着急得说个不停或许他们的言行确实有过
不甚妥当的地方，但是可以这么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
基于爱。他们的关爱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被有些人认为的关
心过度和唠唠叨叨之中的。

在我的记忆中，陪伴父亲上下班的总是那辆修了又修的自行
车，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父亲总是穿梭在一条来回四五十
公里的路上，不管风吹日晒还是严寒酷暑，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周六，母亲总是在等待中度过，有时等
到我们吃过晚饭，等到星星挂在天上……母亲坐在灯下，一
边纳鞋底，一边听着。熟悉的脚步声近了，母亲赶快跑到门
口，掀起门帘，父亲满头大汗，车子前把和后座上都挂满了
东西。这时母亲就开始唠叨：不能早点，孩子们都睡了。每
每这时，父亲总是一边跟母亲搭话，一边一件一件卸下车子
上的东西，嘴里还念叨着：这是发的大米、这是油、这是给
孩子们买的吃的等等之类的。

父亲实在太辛苦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抱怨过。如今
我们姊妹几个都长大了，父亲也退休了，弟弟妹妹们一个一
个都出息了，按理说父亲应该歇息了，可是他仍然闲不住，
家里的几亩地让别人承包，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农民
不能丢了土地。腰弯了，背驮了，头发也渐渐花白了，这就
是我的老父亲。辛苦一辈子！朴素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心一



辈子！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七

《春》，这篇文章是出自朱自清的散文。

学了《春》之后让我对春又增加了一种说不出的喜爱文章一
开始就用一组排比句把春天来到大地，带来的蓬勃生机和无
限活力展现无余。而结尾，又用三句连续的比喻句分别写出
了春天崭新、美丽和充满活力这三个特点，完美地结束了全
文。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使人又不禁捧起书再读几
遍。

《春》运用了很多的写作手法，有比喻、拟人、排比，又用
了很多的优美词语，并且用到恰处，有一种锦上添花的美感。
把这两者都结合起来，那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十分吸引人的，
但如果像朱自清一样，把这两者发挥到极点，那么，就不只
是吸引人了，而是给人一种无限享受，不由自主地爱上这篇
文章。

就像《春》，这篇文章的题材可以说是很普通，就是我们经
常在写的春天，可是，他就写得比别人更胜一筹，原因是什
么呢？就是因为那两大点。《春》让我得到了享受，还使我
明白了一个写作之路上的闪光点，那就是要在平时多注意积
累一些优美的好词佳句，有时候也要多去外面观察观察事物，
积累一些写作素材。

《春》里面有许多句子是脱口而出的语言，既如口语，读起
来很顺口，朴素中透着活力。就如同陈孝全和刘泰隆所说的
一样：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使描写对象飞腾而起，于奇思妙
想中，创造了气象万千风格个别的画面，把读者引入如诗似
画的境界，获得无穷的美的享受。我爱《春》，更爱春！



朱自清春读后感篇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些都是珍惜时间的名言。虽然说，这些名言时时
在激励我们珍惜时间，但是，时间的'快捷还是出乎我们的意
料。正如《匆匆》中讲到的“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盘里过
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
双眼前过去。”总之，我们无法使时间停步，也无法使时间
多出一秒钟。

虽然我们无法使时间多停留一秒钟，但是我们可以让时间在
不知不觉中过得“慢”一些。如：十天的作业，一天做完了，
而且质量很高，你就会觉得时间比平常慢，可以做更多的事
情，这样，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时间。

我的成长历程也是如此，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从一个牙
牙学语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即将步入中学的少年，六年时光，
转瞬即逝，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紧迫的，要想不浪费时间，我们就得
多做好事，多做有用的事，把握我们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
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勤学好问，做个不抛弃时间、不浪费
时间的人，这样我们才不会白白走这一遭了。


